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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2022年以来，随着中央教育、医疗、科技特派团“组团式”帮扶政策的深入实

施，144名来自上海、昆明等地的专家跨越山海，扎根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马

关两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

我”的担当，与当地干部群众并肩作战，让“输血”与“造血”同频共振，在祖国西南边

疆绘就出一幅城乡蝶变、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的壮美画卷。

本报记者李彤 张文峰

文山州发挥组团式帮扶优势——

“输血”“造血”同频共振

砚山宛如一方古雅的砚台，静静地躺
在滇东南大地之上，以柔和的轮廓，勾勒
出天地间最和谐的线条。听湖便是这幅画
卷中最为灵动的一笔。听湖是砚山人的母
亲湖，位于江那镇听湖村委会的俩勒村。

听湖水库径流面积 85.58平方公里，是一
座以工业供水和农业灌溉为主，兼顾防洪
的水库，解决了 2.61万亩农田灌溉用水。
如今，生态向好的听湖，吸引白鹭、野鸭、
灰头麦鸡等 20余种本土常驻水禽水鸟的

聚集，并成为苍鹭、斑头雁、白顶骨鸡等候
鸟的迁徙“中转站”。到听湖听风，听雨，慢
享时光，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本报记者张文峰
通讯员王国礼摄

园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重要
增长极。近年来，文山州深入贯彻“3815”
战略发展目标，实施开发区振兴三年行动
和园区产值倍增计划，大力发展园区经
济，打造文山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增长极。
今年1至4月，全州园区经济延续良好发
展态势，共实现营业收入 508.62亿元，
同比增长34.1%，增幅排全省第1位。

绿色铝是文山州园区经济的重要
支撑，文山州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
依托“链主”企业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
不断延链补链强链，形成了从电解铝到
铝型材的集链成群效应。砚山产业园区
是其中的代表。

山东魏桥集团云南宏泰公司 203
万吨电解铝项目 2019年落地以来，砚
山县紧紧围绕建成千亿级产业园区这
一目标，举全县之力推动绿色铝创新产
业园发展壮大，铝产业已成为拉动全县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火车头”。近 3
年，砚山县生产总值增速均排全省前
列。在全省 7个千亿级产业园区中，云
南砚山产业园区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642亿元，增速60.2%，营业收入排全省
第3位，增速排全省第1位。

“聚力延链补链强链，构建铝产业
发展的‘强磁场’。”砚山县委主要负责
同志表示，砚山县瞄准轻量化、智能化、
高端化、终端化发展方向，锁定铝产品
高附加值企业精准招商，围绕链主企业
需求靶向招商，成功招引云南创格年产
38万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材
料、云南文都年产 50万吨新型预焙阳
极等项目落地砚山，绿色铝产业集群效
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砚山产业园区
累计招引铝产业及配套项目 28个，计
划总投资410亿元，完成投资274亿元。
2024年，园区实现铝产业产值 477亿
元，在全省非公企业百强榜单中，园区
内的宏泰、创新、凯隆 3家企业分别排
第4位、第15位、第64位。

全产业链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贯
穿其中。在云南宏泰公司，全球最先进
的 600千安超大容量电解槽技术已经
顺利投用，单条生产线可年节约标准煤
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0万吨，实现年
经济效益超1.3亿元。“这一技术突破使
文山电解铝单位能耗降至全球先进水
平，绿电使用比例达 80%以上，每吨铝
较火电生产减少8吨碳排放，年减排总

量超 2600万吨，为抢占低碳产品市场
先机提供了有力支撑。”云南砚山产业
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汪俊强介绍。

绿色是文山园区经济的鲜明底色。
砚山、富宁铝产业园区纳入全省第二批

“零碳园区”建设名单，3家电解铝龙头
企业绿电比例均超 70%。近年来，文山
州先后引进魏桥、创新、中铝、神火等世
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落户，已成为
全国绿电铝产能最大的州市之一、“北
铝南移”的标志区、云南省最大的电力
负荷中心。文山供电局为满足文山州
产业强州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建成投产了由 1座±500千伏换流站、
3座 500千伏变电站、13座 220千伏变
电站构成的文山电网主网。今年，预
计还将投产 220千伏碧云变电站、220
千伏龙潭开关站，并持续推进 500千
伏南屏前期工作，全力保障文山州产
业发展用电。

抓好园区经济，文山州在“聚”字上
下功夫，抓基建与抓营商环境同频推进。

抓基建优环境，提升园区承载力。
文山州坚持资金、土地、审批、用能等全
要素向园区集中，不断完善园区配套，
提升园区承载能力。2024年共争取专
项债26.07亿元用于开发区场坪、道路、
厂房、燃气管网等配套设施建设，占全
州获得专项债的 80.09%，硬环境持续
优化。同时，专项制定了《文山州铝产业
发展用地保障及城镇开发边界优化调
整方案》，全州统筹调剂土地指标重点
保障砚山、富宁园区产业发展。

好的营商环境是园区经济发展的
核心竞争力。文山州围绕开发区振兴三
年行动，以开展“深、联、帮”专项行动为
抓手，持续深入实施厅局长坐诊接诉、
领导干部挂联民营企业等制度，落实一
企业一专班、一问题一方案为企业纾困
解难。以砚山县为例，该县对洽谈项目
专班跟进，对落地项目“全生命周期”服
务，建立“一站式”代办机制，提供工商
注册、银行开户、税务登记等21项代办
服务，让企业少跑腿。

今年以来，文山州按照“小管委
会+大公司”管理思路推动省级开发区
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同时，聚焦
绿色铝、绿色硅、以三七为主的生物医
药等支柱产业，推动园区差异化发展。

本报记者张文峰李彤

文山扎实推进开发区振兴三年行动和园区产值倍增计划——

做强做优园区经济

到听湖听风听雨
本报讯（记者 张文峰 通讯员 胡

海军 李朝林）记者从老君山省级自然
保护区管护局获悉，近日老君山省级
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麻栗坡分局工作
人员在开展巡护监测时，发现国家一
级保护植物广西青梅群落。该群落长
势良好，经统计含有广西青梅 100余
株、含天然更新幼苗，是目前文山州
境内发现最大的广西青梅群落。

该群落位于老君山省级自然保
护区麻栗坡片区，是保护区近年来发
现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群落中结构
最完整、生长状态最良好的群落。该
群落的发现，不仅丰富了老君山省级
自然保护区植物资源记录，更证明了
该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保存完好，具
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和生态意义。同
时，该群落发现扩大了广西青梅种群
在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分布区域，属于
分布新记录，对于文山州热带植物区
系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下一步，老
君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将与科
研院所开展广西青梅的扩繁和保护
研究工作。

据介绍，广西青梅是龙脑香科青
梅属特有树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
危（EN），《中国物种红色名录》评定
为极危（CR）。

资讯

老君山保护区麻栗坡片区发现文山州境内
最大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广西青梅群落

广西青梅
老君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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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时节的八宝坝子，稻浪翻滚如绿色锦
缎。云南省农科院专家奎丽梅蹲在田埂上，手里
正捏着三株稻穗仔细比对，在她身后，当地农民
正跟着学看苗情。

八宝米是广南的金字招牌，但产量偏低、品
种单一也是该产业发展的潜在问题。奎丽梅带
领科技特派团扎根田间 3年，带领团队年复一
年播种、插秧、选种、收获，在传统八宝米基础上
潜心品种改良。与此同时，奎丽梅积极链接中
央、省级、州级、县级四级资源，推动广南建立专
家工作站。“作为国家科技特派团的一员，我深
感光荣，更知责任重大。”奎丽梅说。

科技赋能的魔力，同样在广南县高峰牛繁
育基地显现。为提高高峰牛产出雪花牛肉的比
例，保障高峰牛品牌质量和种源供应，近年来，
广南县加强与中央科技特派团、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省草地科学院等科研团队的合作，开展品
种保护、冻精制作推广、牧草种植收贮、良种繁
育体系建设。在国家级核心保种场——广南县
莲城镇那朵牧场建立全省第一个地方良种冻精
站，开创高峰牛冻精生产先河。

截至目前，广南县实现牛存栏35.3万头，出
栏 13.94万头，牛肉产量 1.41万吨，一产产值
11.79亿元，肉牛出栏和存栏均位居全省第二，
带动1.2万农村低收入户增收致富，户均综
合性收入3000元以上。

3年来，文山州通过“组团
式”科技帮扶，培育高峰
牛、铁皮石斛、水稻、中

药材等特色产业 16个，建立专家工作站、名师
工作室25个，帮带培养本土医师、教师、农技人
才 1543名，选派 237名骨干人才到帮扶单位学
习实践锻炼。通过“医学大讲堂”“红烛大讲堂”
等方式培训本土人才 3.97万余人次，推广运用
草果和砂仁高标准种植新技术、工业辣椒高效
种植技术、支气管镜检查、股骨闭合复位克氏针
摇杆技术等医疗、农业领域技
术124项。

“组团式”帮扶在文
山大地激荡起发展的澎湃
动能，这不仅是人才与资源
的精准对接，更是对中央

“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
等战略部署的创造性落实。这
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同行，如
同一场春雨浸润文山
大地，让充满
希望的
种子落
地生根
发芽。

广南民族职业高级中学曾有一名以年级最
高分入学的山村少年，为照顾病重母亲不得不
中途退学。“张校长，我知道读书、学技术对我的
未来意义重大，但我母亲的身体不能等，早一天
出去打工，就能早一天尽孝。”少年的无奈深深
刺痛了校长张骏。

挂职广南民族职业高级中学校长的张骏，
来自上海逸夫职业技术学校。他深知，职业教育
是边疆孩子教育的“最后一道防线”：“像这样的
孩子很多，我深知他们的不易。我们能做的，就
是在他们犹豫时给予他们指引，在他们回归时，
向他们张开怀抱，帮助他们‘翻盘’。”

近3年来，张骏坚持“应招尽招”，精准开设
“订单班”、争取大国工匠资源、办强涉农专业
……面对数量激增的学生，学校在当地党委、政
府和企业帮助下，仅用 7天便将广南一中老校
区改造为宿舍和教学区，并配齐了相关设施。

“教室不够找教室，设施欠缺找支持，课程单一
开新课，总有办法。”张骏笃定地说。

在马关县第一中学，“虹艺术长廊”成为热
门场所。挂职马关县一中的徐雪君校长，来自同
济大学附属澄衷中学，他积极对接上海资源，争
取400余万元建设资金，建好理化生实验室，并
成立“阿峨版画工作室”。赴上海研学的学生感
叹：“世界的边界超出想象。”

“教育不是‘一锤子买卖’，作为帮扶团队的
成员，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徐雪君说。通过
强化教研、优化课堂、培养本土教师等方式，马关
一中教学质量显著提升，2025年高考本科率达
76.12%，较2022年提升近23个百分点；特殊控制
线上线人数从57人增至195人。5名本地教师成长
为省级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26名教师获州级
教学名师等荣誉。教学楼里，“情系边疆教育 爱洒
壮乡苗岭”的牌匾成为帮扶教师工作的生动注脚。

广南县人民医院成功开展首例种植牙手术
那天，这座边疆医院翻开崭新一页。手术指导医
生、中央“组团式”医疗帮扶人才李成眼中满是欣
慰。从“扶着走”到“自己走”，这座医院在3年时间里
实现了从“三级”到“三乙”的跨越。“听说广南县人
民医院有上海专家长期坐诊，我便前来咨询，没想
到一次性就把困扰我多年的缺牙问题在‘家门口’
解决了。”61岁的女性患者王远芬高兴地说。

在广南县人民医院当院长的 3年时光里，
上海市静安区卫生事业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
任袁旻健带领帮扶团队做到了真正的“带土移
植”。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等结对模
式，带培 96名本土医师，并选派 59名基层医务
人员到帮扶医院进修学习。3年来，将数十项技

术“移植”到医院，填补技术空白。曾经需要转诊
至省城的手术，如今在县医院即可完成。在袁旻
健等帮扶成员的帮助和对接下，广南县人民医
院已成功与上海各医院进行 5例线上远程会
诊，医院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已经从曾经的
14%提升至56%。

“在这 3年时间里，广南本土医生吃苦耐
劳、不断进取的精神也带给我很大触动。我希望
我们带来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套可持续发展
的诊疗体系。”袁旻健说。

在中央“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
局”政策指引下，越来越多边疆群众实现了“小
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的愿望，健康中国的蓝
图在壮乡苗寨徐徐铺展。

启智润心，点亮边疆教育新希望

医者仁心，构筑边疆健康防护网

科技赋能，激活边疆产业新动能

徐雪君徐雪君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杨代云杨代云摄摄

袁旻健袁旻健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黄京黄京摄摄

奎丽梅奎丽梅（（右右））

本报讯（记者 李彤）近年来，文山
州委精心打造的“文小青·理润青心”宣
讲品牌，紧扣谁来讲、讲什么、在哪讲、
怎么讲四个关键，让理论真正接地气、
冒热气、聚人气。截至目前，该品牌已开
展宣讲5400余场，覆盖70余万青少年，
实现“宣讲一次、影响一批、带动一片”
的良好效果。

多元队伍让宣讲活力四射。由98人
组成的青年讲师团、民族团结“青骑兵”
与“红领巾巡讲团”，形成了“1名核心带
N成员”的活力梯队。通过建立宣讲员信
息库，标注擅长领域，实现讲解与需求精
准对接。团队凝聚合力，集体备课打磨课
程，共享“核心内容+特色案例”的鲜活素
材库，将党史故事和身边榜样转化为滋
养青年的养分。同时，依托多部门协同联
动、微信群实时对接、动态评估激励机制
等，这支队伍持续焕发生机。

青春叙事让内容直抵人心。宣讲内
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引导青少年看清文山
在“三个定位”中的使命担当。结合文山
州多样民族、支柱产业等内容，因地制
宜深挖宣讲故事。通过宣讲 11个世居

民族“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团结
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聚焦
三七产业园、绿色铝产业园，用“一棵药
草富边疆”“一块铝锭连世界”的发展温
度，点燃青年建设家乡的担当。楚图南、
王友德、王建川等红色人物的故事，“老
山精神”“西畴精神”的深刻内涵，以及
600余场青年先锋榜样事迹宣讲，成为
点燃青春斗志的熊熊火种。

全域阵地让理论随处可及。在机
关，理论融入岗位实践，筑牢青年干部
初心；在学校，沉浸式思政课堂中，红色
故事点亮学子梦想；企业里，技术骨干
分享“车间发明”，凝聚青年职工力量；
乡村中，返乡青年用“土话”讲透直播带
货的振兴故事；社区内，宣讲化作唠家
常解心结，凝聚共建家园共识；网络上，
短视频、直播打造“指尖课堂”。

创新形式让效果持续延伸。团干部
率先开讲，骨干打磨“精品课”示范引
领。依托老山、西畴等教育基地深化专
题学习；演讲比赛、情景演绎让青年影
响青年；碎片化宣讲嵌入生活场景；线
上微视频、动漫用网络语言让理论传播
更“潮”更“活”。

“文小青·理润青心”理论宣讲入脑入心


